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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胡泽曦

巍巍太行，无限风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考察三晋大地，为山西经济社会发展指明
方向。7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来到这里，为山西发展进一步把脉指向。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
规划谋划之年。对于全国第一个全省域、
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言，“改革”二字分量
特别重。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山西：咬定青
山不放松，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今年，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片中国
共产党领导军民挥洒热血、英勇战斗过的
土地，习近平总书记重温光辉历史、深情
缅怀英烈，号召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把我
们国家建设得更加强盛。

把握时代潮流，弘扬拼搏精神，山西
必将迈出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新
步伐、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新篇章。

坚持实业兴国、实干兴邦
“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阳泉位于“晋冀要冲”。20世纪初，
正太铁路修通，“以平定煤铸太行铁”，太
行山里的这座小城走上时代的前台。新
中国成立之初，阳泉被列入全国“一五”时
期15个煤矿重点建设矿区，是全国最大
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之一。

百年前，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的前
身伴着煤炭资源的开发而生。百年之间，
企业发展随时代大潮，几经跌宕：有激情
燃烧建设年代“咱们的阀门要像阳泉的煤
一样，烧出中国工业的志气”的雄心壮志；
有乘着改革开放东风，产品走出国门、远
销海外的高光时刻；亦有世纪之交，市场
浪潮冲击下的艰难蹒跚……

进入新时代，阳阀聚焦技术创新驱动产
业升级，研发新工艺、新产品，老企业焕发了
新活力，被评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生产车间里，煤气闸阀、电动翻板阀、
硬密封蝶阀……各式各样产品一一陈列。

习近平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详细了
解产品生产和销售情况。他指出：“实体
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
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

老与新、破与立，一番话道出一以贯

之的要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
新质生产力。”“老企业同样可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

离开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员工们
说：“看到大家精神抖擞、干劲十足的样
子，我很高兴。我国的工业发展，过去是
靠一榔头一锤子地敲，今天要靠先进技术
和装备来提升水平。实业兴国，实干兴
邦。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更上层楼，为建
设制造强国多作贡献。”

掌声、欢呼声，响彻工厂车间。

早日蹚出发展新路
“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量

发展、可持续发展”

煤炭，大自然赋予山西的特色资源。
凿开混沌得乌金，煤炭的炉火点亮山西近
代工业的曙光。

然而，长期以来，山西兴于煤、困于
煤，一煤独大导致产业单一。

实现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形成
产业多元支撑的结构格局，是山西经济发
展需要深入思考和突破的重大课题。综
合配套改革，正是破题之举、关键一招。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
西考察，勉励山西“用好这一机遇，真正走
出一条产业优、质量高、效益好、可持续的
发展新路”。

2019年5月，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
点的意见》，支持山西通过综合改革试点，
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

2020年5月再来山西，总书记又叮
嘱：“山西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远战略谋
划，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
反复、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
发展的新路子。”

改革进展成效如何？这次考察，总书
记详细了解山西产业转型升级情况。

“你们这里有发展风电、光伏发电、氢
能、煤层气等能源优势。”“钢铁、焦化、有
色、化工、建材等产业也是基本盘。”“建成
黄河、长城、太行三条旅游公路，硬件配套
上来了。”……

总书记对山西的情况十分了解，每听
一项汇报，都会给予回应、详细询问、作出
指导。这些言语之中，关切的无不是破解

“一煤独大”难题、实现转型发展的多元路
径。

8日上午，在听取山西省委和省政府

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国
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是党中央交给山西的一项战略任务，目的
是希望山西能够在转型发展中实现高质
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山西转型发展有了
比较清晰的思路，取得一些成效，但任务
仍然艰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咬定
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

如何向前推进？总书记强调了“坚
定”和“有序”两个关键词，既明晰方向，也
给出方法——

“坚定，就是要认准前进方向，坚定不
移走下去。要保持定力，经得起阵痛，克
服迟疑观望和患得患失心态，跳出煤炭行
情好时不愿转、煤炭行情差时转不动的怪
圈。”

“有序，就是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转型发展涉及面广、改革任务重、触及利
益比较多，要把握好发挥固有优势和转型
发展的平衡，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
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不要一哄而
上，‘金娃娃’还没抱上就先把吃饭的家伙
扔了。”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叮嘱：“要树牢正
确政绩观，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急功近
利，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理念一变天地宽。改革，关键是思维
的转变。把煤这篇文章做活，把能源这一
块抓好，整个转型发展这盘棋就活了。

“能源转型，不是简单把煤炭产量、消
费量减下来，而是要在扛牢国家电煤保供
责任前提下，推动煤炭清洁低碳发展、多
元化利用、综合储运，加快绿色低碳技术
攻关，推动煤炭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煤炭
产品由初级燃料向高价值产品攀升。”

多元发展，也要因地制宜，做到“适
度”。

总书记强调，一方面，“山西非煤矿
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资源比较丰
富，加上绿电等要素低成本优势突出，具
备一定的多元发展条件”。同时，“多元发
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出精品上下
功夫，切忌‘捡进篮子都是菜’，不能走重
数量轻质量的老路”。

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

的中国人”

山西，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
渡黄河，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里领

导发动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
役，铸就了伟大的太行精神、吕梁精神。

地处太行山的阳泉，是百团大战第一
阶段主战场。市区最高峰狮脑山，形如雄
狮之首，俯瞰着今日的大好河山。

7月7日，正值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
年。当天下午，一场大雨湿透了这一带。

雨后初霁，大雾弥漫。习近平总书记
一行驱车，沿着山路来到狮脑山峰顶的百
团大战纪念碑广场。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
花。”历史硝烟已散去，英雄之气尚凛然。
百团大战纪念碑形如一把锋利的刺刀直
插云霄，两侧“烽火台”高高耸立，砖石垒
砌的“长城”蜿蜒起伏，象征着血肉筑成的
钢铁长城。

两名礼兵将花篮敬献于纪念碑前。
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台阶，缓步上前，

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向八路军烈士三鞠
躬。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了百团大战
纪念馆展陈。

“号角吹响”“战略布阵”“百团出击”
“乘胜追击”“反敌‘扫荡’”……一张张历
史照片、一件件珍贵实物，全景再现了抗
战“面临空前困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毅然
高举抗战到底的旗帜，团结人民群众，对
日寇掀起的一场犹如“暴烈的霹雳”般的
大规模反击。

八路军总部向三大主力部队发出的
《战役行动命令》电文，百团大战作战示意
图，娘子关战斗、关家垴战斗的历史照片，
正太铁路破袭战的再现场景……习近平
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和沉思。

纪念馆大厅内，习近平总书记同前来
参观的青少年学生和纪念馆工作人员亲
切交流。他说：“今天来这里有特殊意
义。88年前的今天发生的‘七七事变’，是
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起点。”

迎着一张张天真的面孔，总书记语重
心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孩子们要争
做民族的脊梁，一定要把我们国家建得更
加强盛。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是属
于你们的。希望你们好好努力、奋发图
强，做一个堂堂正正、光荣自豪的中国
人。”

离开纪念馆的路上，金色的阳光洒向
巍巍太行。

这块黄河边的黄土地，积淀着厚重的
文明，传承着不朽的精神，也正孕育着变
革和创新的力量。

（新华社太原7月9日电）

“咬定青山不放松，坚定有序向前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纪实

■新华社记者 王志

在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
街道窦家洼村，“武林将军”窦来
庚的抗日事迹可谓家喻户晓，并
被载入《临朐县志》。窦来庚的遗
骨安葬在庄严肃穆的临朐烈士陵
园，常有群众自发前来缅怀。其
英勇报国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
沂蒙老区人。

这位“武林将军”的一生富有
传奇色彩。窦来庚，字峰山，
1900年出生于窦家洼村。他自
幼尚武，19岁考入济南一中，当
年转入山东省武术传习所学习，
毕业后任临朐县高等小学国术教
员，后去镇江任江苏省立第九师
范国术教员，不久到南京中央保
健司任职。其间，在全国武术考
试中夺得特优第一名。

1931年，他任济南民众体育
场场长，次年任山东省国术馆副
馆长，1935年承办“志成国术研
究社”，还兼任过济南一中和齐鲁
大学的武术教员。

七七事变后，窦来庚任国民
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警卫武
士队队长。同年10月，济南失
守，武士队被改编为国民军义勇
队，他任队长，率120人来到临
朐。此后，他多方筹集装备，很多
爱国人士仰慕他的豪情，纷纷加
入义勇队。这支队伍不断壮大，
扩充到2000多人。

“生逢乱世，窦来庚敢于带领
队伍与日军周旋奋战，书写了一
段英勇悲壮的战斗史。”原临朐县
文化局退休干部冯益汉说，他研
究窦来庚生平40多年。

1938年1月，日军侵占临朐
城。4月12日，窦来庚率部与30
多名日军、50多名伪军激战两个
多小时，收复临朐城。同年5月
24日，七八百名日军、3000多名
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进犯
临朐城，窦来庚率队防守。因寡
不敌众、装备落后，义勇队被迫突
围出城。这次战斗击毙日军指挥
官1人，击毙日伪军70多人。

1938年秋，国民军义勇队改
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七旅，任命
窦来庚为旅长。

临朐县委党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孝友说，窦来庚武艺高强，他主
张“为国习武，报效国家”，支持

“国共合作”“枪口对外”“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的主张，同共产党员
马保三领导的部队保持联系，还
曾亲自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任铭
剑。

1938年至1942年，窦来庚
率十七旅官兵袭击日伪军据点、
破坏敌人铁路运输线、截击敌军
运粮队，与日伪军作战20余次，
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1942年7月18日，穷凶极恶
的日军调集十几个县的日伪军
3000多人包抄十七旅。窦来庚
得知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研究对策。会上很多人主张避敌
主力、暂时转移，但他决心抵抗，
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与日军决一
死战。

7月19日凌晨，十七旅遭到
日伪军多路进攻，窦来庚率部奋
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终因武器
装备悬殊，节节失利。激战到下
午4点，十七旅只剩不足百人，窦
来庚亦中弹负伤。但他誓死不当
俘虏，慷慨自戕，时年42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感其忠烈，追晋窦来
庚为陆军少将。1988年，山东省
人民政府追认窦来庚为革命烈
士。

窦来庚之孙、今年73岁的窦
硕强说：“我常听父亲说起爷爷，
说他带领队伍保卫家乡，使临朐
百姓少受日军的侵略残害。”

窦来庚英勇的抗日事迹一直
在临朐县传颂。“英烈故事承载着
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奋斗，是我
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英烈故
事进校园等活动，可以让孩子们
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激励他们好好学习，成长为社会
栋梁。”临朐县龙岗小学教师周展
说。

尚武从军、报效国家，成为
窦家洼村人的精神传承。窦家
洼村村委委员窦丰硕说，新中国
成立后，村里先后有80余人参
军入伍。如今，村民们生活富
裕、安居乐业，但大家始终不忘
英烈伟绩。

（新华社济南7月9日电）

窦来庚：

“武林将军”展雄风

（上接1版）6月27日，习近平总
书记又给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
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充分体现了
总书记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
对西藏与全国一道实现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的殷切期
望。他说，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
领航、党中央亲切关怀和重庆市
等兄弟省市无私援助下，西藏开
创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
局面。30年来，一批批重庆援藏
干部人才牢记重托、不辱使命，义
无反顾投身援藏事业，用热血和汗
水书写了壮美的援藏诗篇。希望
进一步深化产业、生态、能源、民
生、开放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谱
写新时代藏渝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年是援藏工作轮换交接之
年。胡衡华代表市委、市政府看
望我市援藏干部人才，对第十批

援藏工作队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希望新一批援藏队员大力弘
扬红岩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援藏
精神，坚定立场、对党忠诚，虚心
学习、增强本领，厚植情怀、担当
作为，严守纪律、筑牢底线，把昌
都人民当作自己的亲人，把昌都
发展当成自己的事业，努力建设
好“第二故乡”。

在昌都期间，代表团前往察
雅县双创产业园、东方电气高海
拔风电产业园、昌都经开区、昌都
市第一高级中学、昌都市人民医
院考察，了解园区建设、清洁能源
装备产业发展和“组团式”教育援
藏、医疗援藏工作情况。

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昌都
市、对口受援县负责人，重庆市对
口支援有关区和部门负责人参加
相关活动。

（上接1版）
社区共创合伙人、重庆和平

新健康欣特健康管理连锁有限公
司总经理常宏杰说：“我们将为每
位签约居民建立电子档案，实现
医疗信息跟踪和全病程管理，近
期目标是把慢病管理服务范围扩
大到80%以上居民。”

渝北社区这种“场地换服务”
的模式，已吸引6家市场主体作
为社区共创合伙人入驻。社区为
共创合伙人提供邻里中心优质空
间及孵化期免租政策，托育、养老
等领域的共创合伙人则承诺将部
分利润注入社区“自治金”。

“自治金”持续反哺社区：北
仓文创街区的便民亭用“自治金”
增设护理台、哺乳椅，数字社区食
堂根据居民建议购置儿童餐椅，
健康小屋惠民体检套餐服务800
余位老人。

共治合伙人，让共同
家园更温暖

下午，北仓文创街区的口袋
公园吸引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花艺师朱佳丽正修剪居民捐
赠的薄荷草。“去年看到卫生死
角，我主动请缨‘给我三个月时

间’！”她说。
这位社区共治合伙人（即通过

志愿服务参与治理的社区骨干）自
费铺就防腐木步道，将废弃轮胎做
成花盆。如今，紫藤架下老人晨
练，孩童在绣球丛中嬉戏，曾经的
卫生死角变身社区“最美转角”。

不远处的“Pupu编织艺术
小馆”，何萍、蒲文婧母女正传授
毛线编织技艺。作为共治合伙
人，她们每年提供50套特色手工
艺品用于社区公益活动，同时每
月捐出部分利润，注入社区妇女
儿童公益基金。

下午6点，当共治合伙人陈
远秀结束“导游”工作走进“昭李
喜欢”咖啡店，店员笑着递过专属
纸杯：“陈孃孃，今日热饮！”

作为共治合伙人之一，咖啡
店每月将30杯咖啡的收益注入
社区慈善基金。

“以前觉得治理是社区干部
的事。”陈远秀说，“现在觉得给游
客指路，把家门口扫干净，都是在
建设家园。”

社区合伙人的星火点亮了城
市。当城市治理的根系扎根于市
井烟火之中，超大城市便消融了
钢筋森林的疏离。

（上接1版）
看着现场民警发来的照片，肖胜蓝和

队员们在车上紧急研判：到了现场要采用
什么方式救援？需要用哪些救援工具？

徒步两公里穿越塌方区

意想不到的是，赶赴现场的道路，也
危险重重。

“要到达老人所在位置，我们要翻过
樵坪山。因为下雨，进山后一路都在落石
头。”肖胜蓝回忆，当时暴雨如注，消防车
的雨刷飞快刮个不停，本就视野不好，再
加上落石，大家心都揪紧了。

更糟糕的是，在距目的地还有15分钟
车程的地方，他们遇到了塌方，寸步难行。

“耽误一分钟，老人就多一分危险。”
肖胜蓝再次与张长荣联系，请他派两辆车
过来，在塌方处接应。队员们则携带相关

器材装备，徒步两公里穿越塌方区域，与
其会合。

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早上6点40
分赶到现场。

现场情况远比肖胜蓝在照片上看到
的复杂——老人被困的地方十分狭窄，
房屋与山体之间仅有1米宽，上面还有
沙石掉落，而且山体还有二次垮塌的风
险；老人腰部及大腿被一块约两吨重的
巨石压住，小腿被约30公分深的沙石完
全掩埋，老人虽然还有意识，但已非常虚
弱。

为防止山体再次垮塌，同时减轻老人
痛苦，救援队员们先用梯子、石头等支撑
墙体，再在狭窄的空间里蜷缩着身子，用
手动破拆装备，一点一点将老人身上的大
石破开、搬移，最后用手将老人的小腿从
沙石中挖出。

尽管万分小心，可救援还是不免触动
老人伤口。肖胜蓝一直安慰他：“爷爷别
怕，马上就出来了，相信我们。”

20分钟后，邓昌元老人成功获救。

救援路上的爱心接力

老人被救后，由于伤情较重，已经非
常虚弱。

为了防止其腰部二次受伤，在转运过
程中，队员们抓着老人的肩膀，托着他的
臀部，一点一点将其从现场移出，转移到
村干部提前备好的车辆中，奔向界石镇中
心卫生院。

再次抵达塌方处时，交通仍未恢复，
村干部又联系担架，由队员们抬着老人穿
越塌方区域。

穿过塌方路段后，肖胜蓝看到，因交通
受阻，此时路边已停了不少私家车。他上

前求助，得到一位私家车主的积极响应。
“老人家，你渴不渴？”“老人家，你家

还有哪些人？”一路上，为让老人保持意识
清醒，肖胜蓝不停找话题，与老人对话。

“当时已经是早上七八点钟，正是上
班高峰期，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堵车，急得
不行！”肖胜蓝说，还好他看到一名交警经
过，就上前求助。交警立即疏导道路，为
老人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同时，肖胜蓝提前致电界石镇中心卫
生院急诊室：“伤者80岁，躯干挤压伤伴
失温，预计15分钟到。”

在老人抵达的第一时间，卫生院迅速
展开急救。

7月9日傍晚6点钟左右，肖胜蓝从
卫生院得知，老人无生命危险，只是有多
处骨折，已经转到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进
行进一步治疗。他终于放心了。

7月7日，九龙坡区科园四路“渝路
同心·红心蚂蚁登途驿站”，众多交通运
输行业工作者在这里用餐。近日，由该
区交通运输委与重庆登途驿站汽车服务
公司联合打造的“渝路同心·红心蚂蚁登
途驿站”正式投用。

驿站建设有智能停车场（含新能源
充电桩）、24小时共享卫浴中心、健康监
测驿站、平价自助餐厅及文娱健身空间
等20余项保障设施，提供停车、如厕、休
息、就餐、洗衣、淋浴、充电、健身等暖心
服务，有效解决了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
群体“吃住在车上、休息在车里”等现实
问题，为他们打造出“24 小时暖心港
湾”。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九龙坡：
“24小时暖心港湾”

服务司机群体

（上接1版）
打赢这场硬仗，依靠的不仅是协

同和智慧，更是“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众志成城”的向心力。南岸区福红
路，救援队员背负老人取回“救命药”；

巴南区红光立交桥下，专业救援队员
们驾驶冲锋舟转移受困居民；九龙坡
区消防员彻夜奋战，在齐腰深的水中
怀抱瘫痪老人脱险……重庆人用逆行
的身影彰显抗击暴雨灾害的决心。这

份决心，由责任支撑、由温情填充，让
风雨中的山城，始终传递着安全与希
望的力量。

全力以赴战暴雨，人民至上护周全。
这不仅是风雨中的庄严承诺，更是重庆这

座超大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
定行动。这份风雨中淬炼的决心与智慧，
让城市为千万人撑起“安全伞”，筑起抗击
暴雨灾害的“铜墙铁壁”。


